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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芳曾是一名优秀军人，拥有
25 年军旅生涯。1980 年，出身农民家
庭的吴惠芳考入南京炮兵学院。毕业
后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曾率领
部队赴九江抗洪抢险，先后任职团、师
军事和政工岗位。

2005 年，时任南京军区驻浙某师
政治部主任的吴惠芳，作出了人生的一
次关键抉择，舍弃城市优越生活环境，
回到家乡江苏张家港市永联村，任永联
村党委书记，投身新农村建设，从一名
军官变成了“村官”。

乡村建设千头万绪，难度超乎想
象，而且永联村还是由三个村合并起来
的，如何规划乡村建设，让乡亲们都参
与进来？通过对传统管理模式的“破”
与“立”，吴惠芳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城镇

化乡村发展的治理模式。
2006 年，吴惠芳与班子成员协商

后，大刀阔斧地把散居在田间地头的
3600 户农家全部拆迁，建设了占地
600 多亩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永联
小镇，作为小镇配套的农贸市场、医院、
商业街、学校等现代化设施也拔地而
起。如今的永联人，住的都是大产权、
红本子的商品房，在村里就能买菜、上
学、治病。

实现集中居住后，土地统一流转，
由村经济合作社规模化经营管理。农
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可吴惠芳又陷入
新的思考：除了土地流转费，没有一技
之长的农民该如何增收？现代化农业
投入大见效慢，又该如何提高附加值？

2009 年，吴惠芳提出发展乡村旅
游后，亲自组织有旅游、农学、规划等
专长的 3 名大学生一起研究策划，半
年后，江南农耕文化园开门营业。为
提升人气，吴惠芳又在永联小镇上打
造了一条江鲜美食街，每年举办江鲜

美食节。经过几年发展，“吃江鲜，到
永联”已成为周边城市的共识，为此带
动 400 多名村民就业。2017 年游客
人次达 100万，销售收入 1亿多元。

尝到发展旅游产业的甜头，吴惠
芳决定用旅游带动农业，推动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他将永联村 8000 亩耕
地建成 4000 亩苗木基地、3000 亩粮
食基地、400 亩果蔬基地和 100 亩特
种水产基地，实现种植养殖基地化；
投资建设腌腊制品厂、谷物加工作坊
及传统酿酒、榨油等作坊，实现加工
制作工业化；主打长江鲜、农家菜品
牌，实现餐饮美食特色化；成立永联
天天配送公司，构建销售、物流体
系，实现产品可追溯；整合永联区域
景点及张家港市东部区域农业旅游资
源，打造长三角市民喜爱的乡村旅游
产品，实现旅游观光产品化……

吴惠芳深知要打开封闭的、熟人
社会的乡村格局，实现有理、有节、有
序的现代化管理体制机制，必须依靠

制度建设。10 多年来，从解决全村基
础设施问题到村企关系梳理，再到布
局城镇化的公共管理服务，永联村的
治理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党建引领、区
域协同、群众参与、依法办事。

2015年，在吴惠芳的主持下，永联
村成立了社会文明建设联合会，从公厕
文明、祭祀文明、交通文明等一件件具
体事情抓起，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永
联村已连续五届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如今，走进永联村，完全一幅小镇
水乡、花园工厂、现代农庄、文明风尚的

“农村现代画”，在全国行政村中经济总
量排名第三。

转业 13 年，吴惠芳时刻发挥着军
人服务人民、善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带
领永联村乘风破浪、逐梦小康。“对我
来说，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我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我要继
续当好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在建设家
乡‘ 第 二 战 场 ’上 再 立 新 功 ！”吴 惠
芳说。

告别美丽的西子湖畔，无暇欣
赏家门口的美景，身材娇小的陈美
芳换上制服，大檐帽往头顶一压，准
时来到杭州火车站站台，对着相伴
多年的列车敬礼，然后带队出征。

待旅客如亲人，初心不变，工作
近21年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客运段列车长陈美芳做
到了。

1997年，18岁的陈美芳成为一
名列车乘务员。陈美芳认真向老师
傅学习，别人干一遍，她干两遍。长
途绿皮车里十分拥挤，人声嘈杂，她
像只小蜜蜂从车头忙到车尾，清倒
果盘、擦抹茶几……别人打扫卫生
用拖把，她用铲刀顶着抹布，将边边
角角抠得干干净净。

在师傅悉心指导下，她练就了
一身过硬的基本功。一节车厢，66
床被子，她仅用半个小时就叠得整
整齐齐。行李架、毛巾绳、鞋子被摆
放成三条线，成了旅途中的风景。

一次次出乘实践，让陈美芳渐
渐明白，做一名优秀的列车员，要学
会思考，想到的就要做到，已经做到
的要做得更好。21年来，陈美芳记
满了十几本乘务笔记，总结出独特
的“十二个一点工作法”：嘴巴甜一
点，微笑多一点，腿脚勤一点，脑筋
活一点，问候多一点，说话轻一点，度量大一点，理由少一点，
举止雅一点，风格高一点，做事实一点，心眼好一点。

2007 年 12 月份，陈美芳成为当时甬广车队最年轻的女
列车长。“我一个人做好远远不够，要让甬广车队人人都成为
服务明星，‘红旗列车’才更有魅力。”

手指有长短，抱团就成拳。为打造好“美芳亲情服务团
队”品牌，陈美芳带领班组开展评比活动，调动每一名成员的
积极性。几年来，先后有10多人走上列车长岗位，“陈美芳亲
情服务团队”也被评为全国铁路“党内优质品牌”。

2014 年，陈美芳的母亲被查出肺癌晚期，车队下令让她
休班回家陪母亲过个团圆年。这是她入职 21年来唯一一次
在家过除夕。

21 载春秋，陈美芳在这趟普通的绿皮列车上值乘 1200
多趟，服务旅客超过 120 万人次，往返行程超过 380 万公里。
她努力将工作做到最好，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最美
青工”“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铁路创先争优党员服务明星”
等多项称号，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火车头奖章，这些荣
誉正是对她多年付出的肯定。

如今，陈美芳已经成长为甬广车队的业务员，业务指导范
围由以前的 40 多人扩大到现在的 250 多人。新岗位、新起
点，永葆初心的陈美芳必将展现出新的“美芳力量”。

孔文卿，是熊耳山深处的河南洛阳
市花山村小学校长，甘为“红烛”、甘当

“人梯”，兢兢业业奋斗 36 载。36 年过
去，学生换了一拨又一拨，而他，依然坚
守在那里。

36 年来，孔文卿围着大山走过很
多路，也吃过很多苦，但带给孩子们的
都是“甜”。如今，这所山沟里的小学只
剩2名学生，但他仍旧不改初心，“哪怕
只剩 1 个孩子我也要坚守下去”。在孔
文卿心中，只要学校在，贫困村脱贫的
希望就在！

1位老师+2名学生

花山村位于熊耳山腹地，是洛阳市
宜阳县最偏远的行政村之一，距离县城
70多公里。

记者沿着公路转过七十七道弯后
才来到偏远的花山村。

来到村里，询问村小学在哪里，村
民顺手一指说，“那个有国旗飘扬的院
子就是”。

花山小学，有一座二层小楼。走进
学校，并没有听到琅琅的读书声。漫山
的鸟鸣中，这所小学显得有些寂静。

一楼的教室里，记者看到孔文卿老
师正手把手地教一位女同学写字。在另
一侧，是一名个子稍高的男同学，自己
做着练习。

由于村里大部分孩子都随父母进
城读书了，这俩孩子就成了花山小学仅
剩的 2 名学生。1 位老师、2 名学生，构
成了花山小学。

虽然仅有2名学生，但孔老师上课
仍然一丝不苟。教完低年级女同学写字
后，趁着她练习的间隙，孔文卿又来到
高年级同学身边，默默地看着他做题，
待他完成整个题目后，再俯身与他交流
题目的要点。

尽管2名学生的年级不同，但为了
便于管理，孔文卿决定只用一间教室。
教室墙上的课程表上显示孔文卿是一
名“全科教师”。他不仅担任语文、数学
课的老师，还教授品德、社会、英语等
课程。

因为人少，上课时间就没有那么严
格。孔老师宣布休息一会儿，两个孩子
如同小鹿一般快速跑出教室，笑声响彻
整个操场。

“我很爱这所学校，也很爱这份工
作，每天能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很快乐，
也很满足。”孔文卿一边说，一边背着手
靠在教室门边，看着学生奔跑嬉戏，脸
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让山里娃享受好的教育

中午 12 点整，结束了一上午的教
学，孔文卿匆匆来到教室对面的厨房，
拿起自己种的蔬菜开始给孩子们做
午饭。

这两名学生的家距离学校较远，从
上学期开始，孔文卿便主动承担起为学

生准备午餐的任务。一学期下来，他没
有收学生一分钱。

趁着午休吃饭的间隙，孔老师跟记
者聊起了他与这所学校的故事。

1978 年，孔文卿成为当时花山村
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在乡里工作 3
年后，孔文卿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回花山村小学教书。

1982 年，好不容易通过读书走出
大山的孔文卿，回到花山村小学，成为
一名民办教师。

“那时候的花山村小学，仅有一排
平房。”孔文卿回忆说，他们几位老师每
年从办公经费里攒一些钱，陆续给学校
添置些教学用具，慢慢的学校规模不断
扩大，学校的平房变成了二层小楼，还
陆续建起了男女生宿舍、小操场、学生
食堂。

孔文卿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令他骄
傲的事情。去年，花山村有 8 名学生同
时考上了大学，而且这8个孩子孔文卿
都教过。“这是我们村有史以来考取人
数最多的一年！”孔文卿说，看到越来越
多的学生考上大学，他非常高兴。

2008 年，是花山村小学在校人数
最多的一年，有 6 名老师和 120 名学
生。由于教学质量好，周边的一些孩子
也来到这里就读。

“作为老师，我希望孩子们都能读
书识字，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理想。”
孔文卿说，令他欣慰的是，近10年来花
山村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大学。

36 年间，孔文卿如“铁人”般支撑
着花山村小学。“山里孩子也应该接受
好的教育，虽然只剩我一个老师，但还
是会尽量让孩子们掌握更全面的知
识。”这是孔文卿教书育人的初心，也是
支撑他留守深山的精神支柱。

用心对待每个学生

早些年，花山村很穷，村里人对孩

子的教育不够重视，不少孩子
很小就辍学了。为此，孔文卿十
分痛心，他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这
种状况。

2001 年，孔文卿开始担任花
山村小学的校长。从此，他对这所
山沟里的小学有了更大的责任。

对孔文卿而言，校便是家。学校
师资不足，他向上级申请，想方设法
地邀请外面的老师来村里任教；学
校设施简陋，他不辞劳苦地从
外地添购教学设备，尽量使
孩子们能享受到与山外孩
子一样的教育条件。每
学期开学前，他都坐着
村里人的三轮车，到
乡政府去拉书本；为
了让孩子们冬天不受
冻，每到秋季，他都
会提前下山采购冬季
取暖需要的煤。

常 住 人 口 只 有 200
余人的花山村，不少人都
是孔文卿的学生。“孔老师一
直用心对待每个学生，还记得那时
候他每天早上起来先给我们生火，然
后带我们跑操、晨读，他是我们的启
蒙老师。”村民王锁柱说，孔老师既教
过他，又教过他的两个孩子。虽然村
里条件艰苦，但孔老师通过言传身教
让学生受益终身。

从青春年少，到头发花白，孔文
卿今年即将 60 岁，马上到了退休年
龄。在镇里居住的子女不忍看他一个
人住在山里劳碌，希望他退休后能到
镇上养老。可孔文卿似乎还没把退休
提上议事日程，他放不下山里的孩
子，更担心没有新老师愿意来。他深
知教育对山里孩子是多么重要。“山里
的孩子们与外界接触很少，掌握更多
知识是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36年来，看到山里孩子一个个走

出大山，孔文卿感觉他坚守深山任教
值了。孔文卿说：“每年过年在外求
学和工作的学生都会回来看我，每年
的教师节都会给我发来祝福的信息，
每当这个时候，我感觉真是太美好
了！”

临行前，孔文卿告诉记者，村里的
幼儿教育还是空白，今年开春他打算再
招收一些学生，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
来学校学习。

“我很想在这所学校教书育人，哪
怕只剩 1 个孩子我也要坚守下去。”孔
文卿说。

河南洛阳市花山村小学校长孔文卿三十六年如一日教书育人——

“只剩一个孩子也要坚守下去”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李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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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南京军区驻浙某师政治部主任吴惠芳：

军官变“村官”初心永不改
本报记者 郭静原

2019 年春运大潮中，复兴号飞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让

回家的旅途时间越来越短，而在秦岭山中穿梭了 61 年的

6063/4次绿皮旅客列车，依旧慢悠悠地载着山里人的土特产

一站站停靠。有人坐这趟车求学、走出大山；有人坐这趟车贩

货赶集、脱贫致富；更有人在这趟车上遇到真爱，组成家庭。

这趟穿行在宝成铁路宝鸡至广元区间的“民生小慢车”成为了

学生眼中的校车、百姓眼中的脱贫火车、游客眼中的风光专

列。对于不到9个月即将退休的西安铁路公安处乘警陈超来

说，这是他护航“民生小慢车”的最后一次春运。

张 鑫摄影报道（中经视觉）

护航“民生小慢车”

乘警陈超得知两位 80岁高龄的老人要去县城女儿家里

过年，便赶来提醒老人火车到站时间。

略阳站派出所驻站民警与陈超一同检查辖区线路治安

情况。

1 月 25 日，在 6063 次列车农产品交易车厢中，两名村民

因为购买土鸡价格发生争执，乘警陈超耐心劝导。

△ 花山村小学的教室里，孔文卿老师（中）在给两名学生授课。

▷ 孔文卿老师在辅导高年级学生读书。 张 珂摄

孔文卿老师在教低年级学生写

字。 张 珂摄


